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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和
學校疫情

◆53間安老及殘疾
人士院舍合共呈
報78名院友及16
名員工確診

◆沒有學校新呈報
確診個案

變異病毒
◆本地懷疑 BA.4／BA.5 個案佔比 52.88%，

BA.2.12.1佔比為0%
◆輸入個案中累計發現226宗XBB、6宗XBD、8
宗BA.2.75.2、7宗BA.4.6、13宗BF.7及38宗
BQ.1.1亞系個案

◆本地個案中累計發現154宗XBB、18宗XBD、
一宗BA.2.75.2、12宗BF.7及 185宗BQ.1.1
亞系個案

醫管局概況
◆4,884名確診者留醫治療，包括661名新增確診病人

◆新增15人危殆，現時合共有171名危
殆，當中47名危殆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療

•本地感染：17,636宗 •輸入個案：990宗
•新呈報死亡：53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1,349宗

昨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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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增指定診所減 抗疫的士預約爆
有患者苦候3天才可看病 高危長者等數日始能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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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增的18,626宗確診個案，包括990宗輸入個
案，是疫情爆發3年以來新高。感染人數持續高

企，加上聖誕長假期間部分私人診所關門，多間指定診
所的即日預約名額爆滿，有確診者投訴預約電話難以撥
通，「根本冇人聽電話，我喺屋企用幾部電話打都唔
得，電話已經打咗3日了。」
林女士的媽媽是一位90歲的確診長者，她在醫管局
應用程式預約指定診所及遙距診症，均顯示今明兩天都
已滿額，「長者90歲唔等得，非常辛苦」，儘管有些
病人成功預約到指定診所，但也要等數天之後才能看到
醫生。

常跨區接送 車程浪費時間
「抗疫的士」的預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連日爆滿，

市民很難預約到即日「抗疫的士」。香港的士業議會副
主席吳坤成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抗疫的士」目前

的使用情況非常緊張，並且「抗疫的士」和指定診所的
配對方面也不足，「全港200幾架的士唔夠，但更需要
解決的問題是增加指定診所的數量，之前指定診所有30
幾間，現在只有7間，而且（指定診所）地點編排不合
理，新界的上水和粉嶺無指定診所，『抗疫的士』經常
要跨區接送病人，浪費在車程上的時間很多。」
對於市民預約即日「抗疫的士」等候時間長的問題，

他表示「即日預約不到是常見情況，即使預約到，患者
一般等半個鐘，因為同一個區域接送病人就是半個鐘左
右，但現在跨區接送的情況嚴重，所以有時會等多二三
十分鐘。」另外，他指「抗疫的士」司機以前一天接
八九轉，現在則需要接十三四轉。
他指不少「抗疫的士」司機反映，近期市民去指定診

所看病的時間變長，市民沒有準確預算到完成看症的時
間而提前預約司機接送，導致司機的時間表被打亂，
「現在病人多，醫生少，去指定診所求醫輪候時間肯定
比之前長，市民按以前一兩個鐘就可以看完病的情況去
預約的士，實際要三四個鐘，讓司機的Order亂晒龍，
亦浪費了很多時間。」

新冠病毒感染個案持續回升，昨日

新增18,626宗確診個案，再多53名

患者離世。聖誕連周末四天長假，無

論在指定診所還是遙距診所，預約名

額都爆滿，確診市民難以預約，有患

者等了3天才能看病，即使是屬高危

情況的長者也需等數天才能看到醫

生。「抗疫的士」預約情況也爆額，

很多患者無法預約到即日的「抗疫的

士」。有承辦「抗疫的士」的業界人

士表示，指定診所數量減少及近日確

診個案增加令「抗疫的士」使用情況

非常緊張，希望增加指定診所並合理

編排，避免「抗疫的士」跨區接送病

人以致浪費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 「抗疫的士」預約名額爆滿，確診市民難以預約。圖為「抗疫的士」接載乘
客。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昨日前往
基督教聯合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探望兩間醫院急
症室和內科的前線醫護。

他表示，公立醫院正面臨新冠病毒和冬季服務
高峰期的雙重挑戰，加上本周氣溫持續較低，急
症室求診人數和需要入院人數持續增加，預計今
日作為長假後首個工作日，求診高峰或更為顯
著。

高拔陞籲輕症到普通科門診
目前急症室輪候時間較長，高拔陞懇請市民體諒

並耐心等候，亦呼籲病情較輕的病人到普通科門診
或向私家醫生求診，以減輕公院壓力，集中資源治
療病情較嚴重的病人。醫管局已加強措施應對服務
高峰，包括動員各聯網分流病人，加強特別酬金計
劃鼓勵員工在休假期間加班，加開臨時病床及加快
病人出院程序等。局方亦會提升院舍的外展醫療支
援，以及加強新冠指定診所、遙距診療和藥物派遞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香港特區銳意發
展中醫藥，但一項調查發現，不少長者認為香港
中醫收費偏高，九成人因無力負擔而延誤求醫。
雖然醫管局有提供資助中醫服務，但逾八成長者
反映預約熱線打極都不通，非綜援家庭的診金為
120元，比醫管局西醫門診高逾一倍，促請醫管局
將中醫收費下調至與西醫門診看齊，以及增加資
助中醫診所。
71歲的何淑貞本身患有脊柱彎曲，還要照顧患
有漸凍人症的丈夫，由於西醫治療凍人症的效果
欠佳，她遂尋求中醫治療。他們並無收入，私營
中醫收費十分高昂，貞姐曾嘗試使用醫管局資助
的中醫服務，卻長期無法打通預約電話，若透過
網上預約就要排期20多天，耽誤丈夫病情。她曾
親自在清晨排隊輪籌，但往往因為額滿而撲空，
最後還是向私營中醫求診，相關醫藥費不菲。

求診貴 逾九成長者延誤求醫
貞姐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社區組織協會和香
港老人權益聯盟於今年2月初訪問149名基層長
者，結果顯示，約六成長者近期曾向中醫求診，
平均每月花費超過600元，但由於求診價錢貴，

逾九成長者延誤求醫。醫管局在全港18區設有中
醫教研中心，提供資助中醫服務，領取綜援市民
可獲免費服務，但只有39%受訪長者知悉有關服
務。八成受訪長者表示預約政府資助中醫服務很
難，有九成長者認為名額短缺。現時的中醫診所
未有中央預約系統，各區診所的預約方式不一，
部分長者更要清晨親自排隊預約。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瑋翹表示，「因診所有部

分自負盈虧服務，現時有很多公公婆婆誤以為診
所需要收費。」同時，中醫診所是沒有醫管局的
收費減免機制，故非綜援的家庭未能獲補助，相
關中醫的收費為120元，比醫管局門診50元收費
高出逾一倍，令更多家庭卻步。

團體倡收費與醫管局門診睇齊
團體提出四項建議，包括必須增加中醫診所數

目和診症名額，按需要加強治療密度，並在收費
方面與醫管局門診睇齊，亦需引入豁免機制，令
其他低收入家庭受惠。政府亦應設立統一及透明
的制度，如劃一開放時間、藥物名冊和覆診及轉
介系統等，同時公布服務數據，令服務使用者能
更清晰、更公平地使用政府資助中醫服務。

八成受訪長者：
政府資助中醫難預約

◆社協基層長者中醫需要調查報告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昨日是聖誕假期最
後一天，不少市民把握機會繼續遊玩和消費，市面
熱鬧非常。其中，工展會和冬日美食節湧現大批人
潮掃平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前往冬日美食
節展覽訪察，現場人聲鼎沸，不少市民一家大小拖
着車仔掃貨，攤位推出大量優惠吸引顧客，個別通
道更被搶購心頭好的市民圍到水洩不通。有市民買
滿一架手推車的貨物才花費幾百元，形容平過工展
會。不過，有參展商表示「旺丁不旺財」，銷情比
今年8月類似展覽遜約五成，認為與港人外遊及市
民已經用完消費券有關。
馬女士於美食節買一大車貨品，她表示可能是美

食節展期去到最後兩天，因此有不少商品都「劈
價」。她開心分享自己買到20元一包的靚魷魚
絲，感覺超值，亦買了一盒盒零食、餃子等，「專
門買了零食，魷魚絲、蛋糕仔畀小朋友。」
楊女士偕同12歲的兒子一起入場，發現現場貨
品比市面售價普遍較低，因此亦買了不少貨品。她
表示，聖誕假期沒有帶兒子去其他地方逛，打算過
幾天再帶兒子去工展會「血拚」。

入場者：促銷優惠平過工展會
黃女士與朋友買了滿滿一架手推車的貨品，兩人

的背包亦塞滿「戰利品」。她指買了湯料包、茶葉
等，「好多20蚊3包的促銷優惠貨品，平過工展
會，一大車貨品才花費幾百元。」話音未落，她與
朋友又興致勃勃「殺入」檔位掃貨。

展商指不少市民消費券用光
現場人頭湧湧，Sharp Link Dev Ltd負責人梁先
生卻形容「旺丁不旺財」。他解釋指，今屆冬日美
食節人流量不及去年，認為與不少港人外遊及市民
的消費券用光有關，「同今年8月夏日美食節的銷
情相比，差咗約五成，遠遠達不到公司的預期。」
「珍品李家」職員陳女士更形容生意非常冷清，

最後兩天展期公司推出更抵優惠，部分貨品100蚊
3包還送一包，但仍是難以招徠顧客。
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表示，早前有詢問會

員，不少人認為聖誕假期整體市道不樂觀，因為未
有很多遊客來港，加上市民外遊，留港消費情況大
不如前。
她指出，市民外出活動明顯回升，但消費力仍非

常疲弱，零售商只能將貨品單價調低，希望透過增
加銷售量來追回生意額。謝邱安儀預計，下月的農
曆新年長假期仍會吸引市民外遊，預測香港零售市
道在明年下半年才有復甦。
鳳城酒家負責人李宇傑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今

年的聖誕假期生意額比去年好，較平時的周末亦
有近兩成的升幅，但他亦指今年的市道人流減
少，「應該是有不少港人外遊，如果能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對本港飲食業有好處，可以帶旺市
道，但我更擔心港人回內地探親及旅遊，東南亞
遊客亦可能轉道去內地旅遊，對本港飲食業造成
影響。」

長假後首工作日 急症求診今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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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日美食節現場人聲鼎
沸，不少市民一家大小拖着
車仔掃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 冬日美食節最後兩天展
期，參展商推出優惠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北山彥 攝

◆ 高拔陞昨日視察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運作情
況。


